
何谓尊严
□木棉花

我先生在一所特色示范高中工作，有一天回家，脸色格外

阴沉。他喃喃自语：“现在的学生不知怎么了？怎么会这样？！”

XX是他班里的一个学生，毕业好多年了，因工作入党

需要，来找班主任出具相关证明。在校办盖完章，俩人一起

聊天。先生问：“你去看X老师了吗？”“没有！”应答异常爽

快。“哦？你毕业已经10多年了，一直没有去看望吗？”“没

有！”回答依然平静。先生坐不住了，几乎有点生气地质问：

“X老师当年帮了你那么大的忙，你忘了吗？为什么呀？”学

生沉默了一会儿，说：“谁叫他把事情公布到网上去！”原来，

该学生来自经济困难家庭，高考结束后考上了一所重点大

学，面临着即将辍学的窘境。教他语文的X教师毫不犹豫

从家里拿了6000元，帮他顺利度过了大学4年。6000元，上

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我们这样的小县城，可以买一套两居

室的住房。据说该教师资助贫困生的事情不止一件，有一

次记者采访报道其先进事迹，无意中该学生的名字和事件

就上了该校的网站。确有其事。

我又想起了3年前的事。亲戚的女儿结婚，“新郎”是

我先生教过的学生，可谓喜上加喜。可是，“新郎”并不买

账，和亲戚家人说这是他讨厌的老师，说老师当年不给小组

长当，还没收他的武侠小说……可怜的先生怎么也想不起

来何因冷落他，何事不给当组长，情绪糟透了，参加婚礼回

家后一夜夜辗转难眠。他不断地回忆着，“新郎”读高中时，

父亲意外出了车祸，母亲改嫁，家里公司出现财产纷争，自

己作为班主任每学期申请助学金给他……先生还不断地自

责着，感慨万千，表情几乎有些狼狈和沧桑。

这两件事，先生和我反复陈述和分析事情的原委，百思

不得其解。学生XX因为被公之于众伤了自尊？没收武侠

小说就是没给“新郎”面子？

那么，什么是尊严？简而言之，尊严就是权利和人格被

尊重。可上述这两个学生有被伤害到尊严吗？

试问，无偿接受他人资助却因事件被公之于众，甚至拒

绝反哺而心安理得，这是尊严？由于家庭变故需要帮助，却

因个人的私欲得不到满足而对班主任视若不见，这是尊

严？是他们应有的权利受到了侵犯，还是自己无法面对或

正视曾经的贫穷与困顿？为什么不在贫穷中、懦弱中站起

来，反而去责难师长无意的过失？

我突然想，作为一名教师，如何拿自己的“初心”面对这

胜似川剧变脸的一张张“优等生”的脸？我们的教育、我们

的教师，倾其所有，如果只是培养这么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

者，于国、于民有何用？《论语·学而》有言：“君子务本，本立

而道生。”如果一个人忘却了孝悌仁爱之本，如何能走上正

道、仁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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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佳 吴月圆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

人，人民是阅卷人。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艰难

时刻，同样给教育人出了一份很具

考量意义的考卷。这些天，教育人

积极响应教育部提出的“停课不停

学”要求，以政治任务的高度，以攻

坚克难的力度，以素养提升的角

度，以日常教学的尺度，充分运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出了

精彩纷呈的在线课堂。在这段全

民共克时艰、共谋抗疫的日子里，

在线课堂保障了学生在家也能拥

有丰富的学习生活，同样激发起了

更多一线教师的创造潜能。各地

名师、教学骨干顺势而为、主动答

卷，为学生们献上了一节节优质的

精品课例，凸显了教育人的担当。

这是浓缩着师者智慧和人性

温情的精品课例。因为，在线课堂

与日常的面对面课堂有着很大差

别，教师为了让学生们能学得有

趣、有效，在教材研读、学情把握、

课件制作、教学互动、微课推送上，

都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很

多教师甚至付出了比日常面对面

课堂备课、上课更细致入微的努

力。有的教师团队为了精益求精，

每日都开展抱团研课活动，对在线

课堂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沙龙式讨

论，提升教学水平，完善课堂认知，

集群体智慧于一课。

这些发布在线上的精品课例

背后，是何其厚实的付出！

谁也不知道这场抗疫之战还

要持续多久。但，教育人已然准备

好。通过一个时间段的积淀，呈现

在学生们面前的精品课例越来越

多。这些精品课例真是惊艳了时

光、温柔了岁月、幸福了孩子、温暖

了家长。

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已然凸

显：这些精品课例目前都分散在网

络上，以后将何去何从？就这样应

时而生、应势而去？对于这些精

品，教育人还可以做些什么？如果

将这些分散各处的精品课例比作

一颗颗绽放异彩的珍珠，那么教育

人有能力将这些珍珠串成雅致璀

璨的项链吗？

也许，我们也要拿出抗疫的那

份坚定呢。因为，如果我们不迅速

行动起来，这些精品课例很有可能

就会成为有些人谋取名利的手

段。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在疫情期

间创作的这些课例流向了社会上

各色的培训机构，成为他们上课赚

钱的资源，这是我们的初衷吗？再

设想一下，这些精品课例流向了各

种教学资源网站，沦为平台收费下

载的资源，这是我们的初衷吗？还

可以继续设想一下，这些精品课例

甚至流向了少数不劳而获的教师

那儿，成为他们满足私欲私利的敲

门砖，这是我们的初衷吗？

显然，这些都不是我们的初

衷。我们无怨无悔、殚精竭虑，为

的就是给学生们撑起一片晴朗的

天空，为家长送去一丝倾心的安

慰，为被疫情搞得忧心忡忡的社会

点燃一分鲜活的希望。

也许，我们还要拿出抗疫的那

种执着来。正所谓“行百里者半九

十”，我们既然因时而为创作了这

些精品课例，那么就应该有责任让

这些课例成为更多学生优质、免费

的学习资源。

作为教师本人，一定要有强烈

的法律意识。疫情倒逼教师不断

提升自身的信息技术能力，同样也

倒逼着教师应不断提高法律意

识。每位教师要改变观念——大

家所创作的不单单是一个个教学

的课例，而是具有知识产权标记的

成果。如果大家都用这样的意识

规范自己的行为，不法分子可运作

的空间就缩小了很多。

作为学校，或者是某一个县区

市，可以考虑把本校、本区域教师创

作的这些精品课例集中起来，经过

筛选、归类、补充、修改后，成为本

校、本区域，乃至跨区域学生免费可

使用的学习资源。换一种思维来

看，疫情反而使得学校或者区域完

善或者建立了优质的在线学习资源

库。都说“多难兴邦”，这样看的话，

“多难也兴教”，促使教育从“人”到

“技术”到“资源”全面升级。

阴霾终将散去，四海终将回

春。疫情过后，我们的精品课例将

流向何方？相信教育人一定会认

真答卷、智慧答卷、忠勇答卷，再一

次接受人民阅卷。

疫情过后
在线精品课例将流向何方？

□本报通讯员 龚琴娟

这些天，义乌市的“十八线主
播”们压力不小，因为一群业内人

士正在跟他们“抢生意”。

“小主播”为同学们说题
“大家好，我是艺术学校301

班的张高瑞。今天由我为大家讲

解三年级下册数学课堂作业本第

21页的第2题……”近日，义乌市

多所小学的网络课堂上，涌现了

一大批数学“小老师”。他们用稚

气却颇为专业的口吻讲解着数学

习题，还不时写写画画标出重

点。煞有介事的模样引得家长、

教师们纷纷点赞。

这是义乌市教育研修院于3

月初推出的一种网课新方式，即

由学生担当“主播”，选择易错题

来讲解。张高瑞说，为了把题目

讲好，他尝试将竖式和递等式两

种解题方法做对比，从而让大家

发现清晰的解题思路和高效简单

的思维方法。录制前，他还反复

讲给家人听。录制完毕后，经重

重审核，他的说题视频才被选中

向全市推出。他希望自己的说题

视频能帮助更多同学掌握这类题

的解题方法。

“让学生来说题，主要是想提

升他们的思维品质，提高数学核

心素养。”该市小学数学教研员许

忠平介绍，要想学好数学，就要善

于理解知识、分清易混淆的知识

点。而组织学生说题，就是希望

学生们能把理解的知识用数学的

语言进行表达，以调动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真正践行以“学”为中

心、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

活 动 推 出 后 ，立 即 成“ 爆

款”，受欢迎程度远远超出了许

忠平的预期。“义乌小数”公众号

目前已收到了 1000 多个视频投

稿。在众多说题视频中，学生们

“授课”的手段可谓百花齐放：有

直接在书本上描摹重点的，有在

白板上写写画画的，还有自己动

手制作道具和模型来配合讲解

的……公众号精选了200多个说

题视频进行推送，但这远远不能

满足学生“狂热”的需求。很多

学校公众号也加入到推送活动

中，各班主任及数学教师不得不

紧急开设个人公众号，让学生们

过足“讲课瘾”。

艺术学校何小龙是响应说题

活动的教师之一。他从6年前开

始研究说题，建立了一至六年级

数学说题课程，并对不同年龄段

的学生提出了不同要求。比如，

低段学生以课堂练习说题为主，

展示从问题出发、寻找相关信息

到解决问题的全过程；高段学生

要求不仅能说一道题的解题思

路，还能把相关拓展题放在一起

说，说清其中的关联与区别。

而在义乌市塘李小学，学生

们的参与热情已经从数学蔓延到

语文、英语等学科。该校的学科

公众号特别推出“讲故事”“英语

趣配音”等专题视频，满足学生强

烈的表现欲。教师们都很开心：

“很多家长都反馈孩子参与讲题

的积极性特别高，为了当好‘小老

师’，钻研题目的劲头可大了。”

校长、教研员纷纷上台“抢麦”
10位校长开直播分享疫情下

的教育思考，吸引了43.37万名网

友参与。校长的影响力，让经常

承办活动的当地某论坛管理层都

吃了一惊。

“生活，是幼儿时期最好的教

育课程”“家长与孩子共同成长”

“让孩子用自己的力量生长”“以

抗疫之魂击高考之垒”……日前，

在“校长有话说”的主题讲座中，

义乌的 10 名校长从不同角度引

领网友对教育进行了深度思考。

义乌市新丝路学校校长王鸿

通过绘本阅读的分享，引导家长

换位思考，重新认识亲子关系的

维护。讲座结束了，王鸿收到了

很多家长的反馈：“王校长的讲座

真是及时雨。我这几天都因为孩

子学习的事失眠。”“王校长的讲

座带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应该站

在孩子的视角看问题，才能与他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而

教师们说：“一次活动下来，校长

们对线上课堂有了‘零距离’接

触，也为我们做好在线家校沟通

做了很好的示范。”

延期开学后，义乌市 600 多

位骨干教师克服了网络、设备、技

术等方面的重重困难，录制、上传

了2000多课时的微课。很快，义

乌市教育研修院教研部先后两次

开展了面向家长、教师和学生的

在线教学问卷调研，了解线上教

学需求与痛点；教研员们也开始

组织各学科的在线研训。教研员

当起了面向教师学习的“主播”。

如教研部职教组在问卷调查

中发现，大部分学生表示喜欢线

上学习，但不少教师对教学平台

技术应用、学习效果等方面存在

困惑。职教组教研员决定以“‘学

习者为中心’线上教学初探”为研

训主题，从“触网”最多的电商专

业师生入手，教研内容确定为各

校教研组线上教学交流经验、教

研员线上教学技术专题讲座、一

线教师技术分享与困惑探讨和在

线教学公开课等。为此，职教组

专门建立了一个线上研讨钉钉群

和试播群。线上研训活动从往常

的一天内集中完成改成若干天、

小时段开展，以减少对正常线上

教学的影响，并给教师们更多“反

刍”的时间。

在教研员们的带动下，幼教

组组织近1000名教师，开展线上

论文写作研训；小学《道德与法

治》新教材线上研训活动，90 余

所学校采用屏幕分享等方式参

与；初中教研员组织10门学科教

研组组长钉钉视频会议，集体探

讨如何提高线上教学的规范性、

互动性、有效性问题；高中信息

技术线上教研活动，每位教师只

要一台手机就能参训、一个耳麦

就能发言……

在线教学起“风波”
师生抢着当“主播”

图为学生张高瑞正在录制说题视频。

开栏的话：教师生涯，不论从教时间长短，总会有那么一两桩

事让自己陷入思考漩涡。到这里来，说出你的困惑和思考，更可以

邀请一名想以此话题对话的专家（自邀或委托本报邀请），一起来

“辩一辩”我们身边的教育现象。

对“尊严”的理解
□曹宝龙

木老师从亲身经历的案例对“尊严”进行了很有价值的

讨论，非常感慨。一个人的尊严既有自然天生的成分，更有

自我努力和维持的成分。所谓天生成分，就是人人生而平

等，人人都应该得到尊重和爱护；而后天努力维护的那个尊

严则与个人的行为德行有关。你对人尊重，你会受到人家

的尊重；你对社会贡献大，公众自然对你倍爱有加；你为人

诚实，做事公道，人家就会信任你、尊重你。

尊严还来自于自尊，自尊是以悦纳自己为前提的。贫

困的过去并不是自己的羞耻，而是自己成长的一种环境。

成长于优越环境的人，可能获得良好的物质资源和教育资

源，但可能会缺乏坚毅的品格；成长于困顿之中的孩子，面

临困难较多，但可能会更加坚强、更有进取心。有人会因为

成长于贫困而越挫越勇，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有人会因为

成长于贫困而变得自暴自弃，也没有良好的心态认识自己

的环境；还有的人虽然努力奋斗摆脱困境，但把自己的过去

看成人生的羞耻，这样的人其实很痛苦。他们把好心人在

他们最困难时候的帮助也包藏起来，作为一种人生的秘密，

在心理上抗拒对资助者的感恩，其内心有狭隘之痛。这本

质上是一种病态心理，而且病得不轻。

人的成长过程会有不少成长故事，如何理解成长过程

中长辈对你的教育行为，也是一个人修为与德行决定的。

当青少年有过错时，如何理解家长或老师对自己的教育？

如果以绝对狭隘的利己主义思维方式来看，就不会理解家

长和老师的教育行为，而会从教育行为本身对自己“狭小利

益的损害”来衡量得失。成人后，他们会以绝对自私的利益

杠杆去衡量旁人的所有行为，而这样的度量结果是他们对

大量的行为方式“看不惯”，他们的人生则会陷入深深的痛

苦之中。

如何对待有着这些心态的学生，确实是考验教师们的

一道难题。该放任不管还是更智慧地“管”，考验着教师们

的教育智慧，更验证着教育人的初心。

（作者系杭州市基础教育研究室原主任、省科学教育学

会会长、省特级教师）


